
六月傳媒記事簿        

 

亞視宣布覓得新買家盛傳賣予山東青島中金集團  

TVB 進軍內地市場與阿里巴巴合作拍劇 

 

不予續牌的亞洲電視在六月上旬竟傳出覓得新買家，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在

亞視 58 周年盆菜宴上向員工宣布，亞視原有股東已與新投資者簽訂買賣合約。

有傳新買家為山東青島中金集團，斥資 8 億

至 10 億元向黃炳均及王征收購亞視 52.42%

股權。亦有員工透露日後公司以製作廿四小

時財經新聞為主，估計播放對象或不再是本

地觀眾，亞視高層亦多次透露會多做網絡、

手機業務，有機會加重製作、在多媒體網上

平台播放。德勤原於六月十五日召開記者會

交代亞視股權變動事宜，卻突然取消。至六

月底，亞視的新買家已向亞視大股東黃炳均及主要債權人王征繳付訂金。亞視亦

已即時遞交有關股權變動的申請。通訊局辦公室其後確認已收到有關通知。 

 

TVB 六月中傳出與內地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合作拍劇，以進軍內地市場。內

地一直是 TVB 銳意拓展的版圖。但在廣電總局「限外令」下，TVB 不能在內地視

頻網站同步播放新劇，透過與阿里巴巴「娛樂寶」合作，可以將劇集引入阿里巴

巴旗下的網絡電視平台，彌補失去的網絡電視市場。這次合作，TVB 要與阿里巴

巴共同決定拍攝電影及電視劇題材，整個製作由TVB負責。合作細節尚在草議中，

待落實後會進一步公布。換言之TVB要適應內地市場，不能再拍攝「純粹的港劇」，

而是要面向大中華。 

 

六月下旬，新聞媒介透露 TVB 憑「暗角七警」及「龍和道示威」報道事件，

奪得第 55 屆蒙地卡羅國際電視節最佳電視新聞獎。評判認為有關報道全面、客

觀、中立、專業，有勇氣揭露社會不公義。但這個獎項同時令本地傳媒百感交雜，

因為正正是傳出自我審查的片段卻獲得獎項。 

 

樂視 60 億攻港冀成收費台 3 強  

港視發盈警專心發展網購平台 



 

樂視集團委託獨立市場調查公司年初訪問四百名市民，發現有兩成二受訪者

每星期只有一次甚至沒有在家中看直播電視，有五成三人表示比較喜歡收看隨點

隨播的節目。樂視認為調查反映網上點播成趨勢，新互聯網電視時代崛起，並認

為香港傳統免費電視必然走下坡，因為製作的劇集並非迎合觀眾需要，電視台以

流水作業式生產，導致港劇於區內的影響力不斷下降。樂視未來兩年內將斥資逾

億元拍攝五部本地製作劇集，期望重振港產劇地位。此外在 6 月 1 日宣布未來三

年投資 60 億元，誓言明年當上全港第二大收費電視台。樂視發言人指樂視無可

能會輸，因為收費僅是對手的一半。此外，樂視洽亞視合作，但未獲回覆。 

 

另一邊廂，香港電視已暫停劇集製作一年，市場早已質疑是否不再有新電視

劇集推出，以港視目前庫存及播放劇集速度計算，九月將耗盡存貨，或以外購劇

代替。港視主席王維基在六月底出席活動期

間，突然聲稱「電視無得做」，又不斷強調

在網購服務提供更多貨品選擇及優惠。王呻

完不久，旗下香港電視即發出盈警，截至今

年六月底所錄得虧損將會有「重大增加」，

最大原因是電視節目成本費用增加同時，但

節目版權及廣告淨收入並未同時按比例增

加。此外，港視於將軍澳的多媒體製作中心

原定於明年落成，亦因牌照問題，影響興建

工程。港視去年已申請延長發展的將軍澳多媒體製作中心的期限至 2017 年。 

 

港娛申亞視頻譜通訊局正審視 

政改電視廣告覆核獲批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六月初開會，討論亞視牌照到期後騰出的

廣播頻譜的指配。通訊局主席何沛謙表示，局方有責任善用頻譜，並促進市場競

爭，頻譜分配要與其服務相稱。考慮到未來只剩下一個持牌機構使用大氣電波傳

送訊號，因此積極審視香港電視娛樂(港娛)的申請，希望能有效引進競爭。他強

調通訊局批出的頻譜數量會符合服務需要，例如港娛只需分配零點五條頻譜，已

可做到其服務協議的一條高清粵語頻道及一條標清英語頻道播放。至於亞視借予

ＴＶＢ的零點五條頻譜，到今年十一月到期後，需待亞視牌照到期後才作再分

配。 

 

商台創辦人何佐芝去自年六月初離世後，由其子何驥接棒。商台早前向通訊

局申請股權變動，把何佐芝持有的百分之八十一點五商台股份，全部轉讓予何驥，

通訊局在六月上旬批准申請，商台須繼續遵守《電訊條例》及聲音廣播牌照履行

投資及節目承諾。 



 

退休攝影記者張德榮就政府「2017 一定要得」政改宣傳廣告入稟申請司法

覆核許可，六月中獲高等法院批准，將擇日正式審理；但他要求法庭頒下臨時禁

制令停播該廣告則被法庭拒絕。法官認為申請人及政府一方就推銷政改是否屬於

公眾利益等觀點，有可爭辯空間，但因廣告自四月底播放，餘下時間不多，認為

這階段不批准禁制令對公眾影響不大，因此廣告仍可繼續播放。申請覆核者其後

在庭外表示，即使法庭很可能要到政改表決後才有判決，司法覆核結果仍對將來

的政改有意義；又認為政府廣告應受通訊事務管理局審查，否則就變成無人可

管。 

 

記者組織促改國安法刪香港部份  

《蘋果》轉型或棄紙媒拓網媒增收入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提出新《國家安全法》草案，當中將港澳台三地納入國

安規管範圍。草案在第 11 及 36 條分別列明，香港同胞及香港特區政府有維護國

家主權的義務及國家安全的責任。香港記者協會、國際記者聯會及獨立評論人協

會認為，香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已有《基本法》規管，香港居民只有遵守本港法

律義務，憂慮港府在國安法壓力下被迫作出配合，如取締目前在港合法但在內地

屬非法的組織、交出敏感資料等，因此月初就草案向人大提交建議書，要求尊重

一國兩制精神，刪除《國家安全法》草案中涉及香港部份，同時要按國際條約刪

去侵犯人權內容，保障新聞自由。 

 

六月下旬是《蘋果日報》慶祝廿周年，有連串回顧活動。自 1995 年創刊後，

《蘋果日報》很快成為最暢銷報章之一，銷量由創刊首

日的 22 萬份升至歷史高位逾 42 萬份。2000 年全球受

科網熱潮帶動，《蘋果》亦開網上業務。自免費報紙攻

入香港，《蘋果日報》銷量下跌至目前 17 萬份，按年跌

13.2%，雖然銷量下跌，讀者人數卻上升，因智能手機

大行其道，愈來愈多人用手機看報紙，目前每日新聞點

擊次數近三千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估計，未來約四

分之三的新聞由讀者透過手機發送，「新聞將被重新定

義」。與此同時，壹傳媒的數碼業務則表現強勁，收入

激增 78%，至 6.47 億元，超過了書籍及雜誌的貢獻，更首次錄得 3743 萬元溢利。

黎智英在 DBC 數碼台表示，長遠而言或棄紙媒，專攻網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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